
1．【答案】B

【解析】第一空，文段主要表达，游泳时遇到急流的应对情况，同时后文讲到“直到流

势明显减缓后，再向一侧努力游出”.

B 项，“随波逐流”的原意就是随着波浪起伏，跟着流水漂荡，语境最为契合，同时也

跟文段中的“漂浮”相对应，符合文段语境。很多同学是按照“随波逐流”的比喻义将该项

排除的，实际上，成语除了比喻意，还有它的原意，应注意把握;

A 项，“因势利导”指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向有利于实现目的的方向加以引导，不符合

文段语境，排除;

C 项，“左右逢源”指到处遇到充足的水源。比喻做事得心应手，非常顺利。有时也用

来讽刺为人圆滑，善于投机，不符合文段语境，故排除 C选项。D项，“见风使舵”指看风

向转发动舵，比喻看势头或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不符合文段语境，排除;

第二空，验证 B 项，“力不从心”指心里想做，可是力量够不上。填入空内，符合文

段语境。

综上，本题选 B。

【拓展】殚精竭虑：指尽心竭力，多指用尽心思去做某件事。“计穷力竭”指计谋、力

量都用尽了。筋疲力尽：指精神疲惫，力气用尽，形容精神和身体极度疲劳。

2．【答案】D

【解析】第一空，根据后文“如果胰岛细胞受到损害……那么人体血糖含量就会升高”

可知，胰岛素会使葡萄糖减少，故第一空表达让葡萄糖减少之意，B项“消耗”指因使用或

受损失而逐渐减少，C项“转化”指转变；改变，D项“分解”指一个整体分成它的各个组

成部分，均符合文意，保留；A项“合成”指葡萄糖变多，与文意相悖，排除。

第二空，根据前文，胰岛素使葡萄糖减少，对糖尿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D项“有效”

指有效果，符合文意，当选；B项“主流”指事物发展中本质的、主要的方面，C项“简单”

指不复杂，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综上，本题选 D。

3．【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搭配“精神”，表达由于路途遥远，精神不佳的意思。

“萎靡不振”形容精神不振，意志消沉，符合文意。“一蹶不振”比喻受到挫折就再也振作

不起来了，文段并未体现“受到挫折”之意，不符合文意，排除 C项和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语境“刚刚成熟的橘子，在一片翠绿中”可知，刚刚成熟的

橘子在一片翠绿中并不显眼突出，B项“若隐若现”形容隐隐约约，符合文意。A项“清晰

可见”指清楚，容易看见，不符合文意，排除 A项。

综上，本题选 B。

【拓展】隐约可见：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时隐时现：一会儿隐没，一会儿出现，形容模



糊、看不清。

4．【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

策，区别不同情况”可知，所填词要表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之意。A项“有的

放矢”比喻说话或做事有明确的目的，有针对性；C项“对症下药”比喻针对具体情况提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两者均符合语境。B项“持之以恒”指长久地坚持下去；D项“锲而不舍”

比喻有恒心有毅力。两者均不符合语境，排除 B项和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对照并列和“大水漫灌”“大而化之”可知，所填词要表示

不区分具体情况，一概而论。A项“人浮于事”指人员的数目超过工作的需要，不符合语境，

排除 A项。C项“走马观花”比喻粗略地观察事物，放在这里就是指不区分具体情况，符合

语境。

综上，本题选 C。

【拓展】蜻蜓点水：比喻做事肤浅不深入。三心二意：形容犹豫不决，意志不坚定或用

心不专一。

5．【答案】A

【解析】第一空，横线处搭配“人口”且根据“被海水淹没地区的”可知，这些人口需

要被“转移”“安置”到安全的地方，A、D两项均符合文意。B项“控制人口”指减少人

口增长，语意不符，排除；C项“延缓”指延迟，与“人口”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搭配“的发生”，A项“阻止……发生”，搭配恰当，符合文意，当选。

D项“改变”用法错误，合理的搭配为“改变最坏的结果”，而不是“改变最坏结果的发生”，

排除。

综上，本题选 A。

6．【答案】B

【解析】第一空，从前后文和四个词可知，此处是描写中国诗歌的变化，同时从空后的

“以真实取代虚假，以个人反抗群体，以感性抵制理性，以平面消除深度”这句中可知这个

变化是向着好的积极的方向发展的，再看四组词，“衍变”指经过进化自然而发展。“蜕变”

则比喻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并且两者之间具有明显对比的关系。“嬗变”指

彻底改变（如特征或条件的改变）。“演变”指历时较久的发展变化。这四个词中只有蜕变

能体现出向着好的方向的大的转变，同时这个空有“自我”一词，“自我蜕变”也是常见的

一组固定搭配，由此已可判断此题选 B项。

第二空，进行验证。句子是讲中国当代诗歌是如何发展变化的。A项“更新”有除去旧

的，换成新的之意，句子并没有讲如何对待“旧”的，故排除 A选项。而 C项“替换”和

D项“置换”都有“代替”的意思，这与句意不符，故排除 C、D选项，而“更迭”有轮流

之意，与句意最为相符。



综上，本题选 B。

7．【答案】D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三空。根据“不仅会造成人心恐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

力”可知，民众对此是十分痛恨的。A项“嗤之以鼻”表示讥笑和蔑视；C项“不屑一顾”

形容极端轻视。两者均侧重看不起，不符合语境，排除 A项和 C项。B项“莫衷一是”指

各有各的意见、说法，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语义不符，排除 B项。D项“深恶痛绝”指极

端地厌恶、痛恨，符合语境。答案锁定 D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和第二空。第一空，“危言耸听”指故意说些吓人的话，使人听了

吃惊，符合语境。第二空，“扰乱”与“社会秩序”搭配得当，符合语境。

综上，本题选 D。

【拓展】捕风捉影：比喻说话、做事以不可靠的传闻或表面现象作根据。骇人听闻：使

人听了非常吃惊（多指社会上发生的坏事）。耸人听闻：夸大事实或说离奇的话，使人听了

感到震惊。扰乱：搅扰；使混乱或不安。干扰：扰乱；打扰。妨碍：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

阻碍。

8．【答案】C

【解析】第一空，通过上下文可知这个空的这个词需要能够同“条件”相搭配，而“创

设”一词则原本就包含有创造条件之意，与原文的“条件”重复，同时“创造条件”也是常

见的惯用搭配，故排除 A、D选项。

第二空，此空需要和“人员”相搭配，而“扩大”明显无法与“人员”相搭配，而“扩

充”有增加数量之意，由此可知此空为“扩充”。由此可知此题答案为 C项。

第三空，进行验证，此空后接“教师节”，这是一个时间标志，而“临近”是指时间的

接近，符合语境，“邻近”则主要指空间地域的接近。

综上，本题选 C。

9．【答案】D

【解析】第一空，根据“、”可知，横线处与“不守规则”语义相近，表达不按“标准

法度”行事之意，B项“随心所欲”指一切都由着自己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D项“各

行其是”指各自按照自己以为对的去做，均符合文意，保留。A项“自以为是”指认为自己

的看法和做法都正确，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文段并无不虚心之意，C项“不以为然”指不认

为是对的，表示不同意，与文段意思无关，均排除。

第二空，根据后文“小到······大到······”可知，横线处应体现漠视、

违反、扭曲规则的事很多之意，B项“比比皆是”指到处都是，极其常见，D项“屡见不鲜”

指经常看见，并不新奇，均符合文意，保留。

第三空，搭配“危害和风险”，且对应前文“闯红灯、高铁霸座、违规用权、官员腐败”

的行为，侧重强调其带来的“危害和风险”很明显，D项“凸显”指清楚地显露，符合文意，



当选。B项“显示”指明显地表现，相较而言程度较轻，无法体现出强调的意味，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拓展】层出不穷：指接连不断地出现，尚未穷尽。大行其道：原指某种学术、道术正

在盛行、流行。现指某种新潮事物流行、盛行，成为一种风尚。突显：突出地显示。凸显：

清楚的显露，也指突出，显著。显露：指明白直截；指明显暴露。显示：明显地表示；显现。

10．【答案】D

【解析】第一空，所填之词修饰“专家网红”，既然是专家，说明非常有知识，且文段

为积极的感情色彩。C项，“空腹高心”指腹内空虚而目空一切，形容并无真才实学，为贬

义词，不符合语境，故排除 C项。

第二空，根据语境，所填成语需要照应文段“十年的心血积累”“对工匠精神的追求”，

体现的是长时间执着的坚持。D项，“锲而不舍”比喻有恒心，有毅力，符合语境，D项正

确。A项，“一曝十寒”比喻学习或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为贬义词，不

符合语境，故排除 A项。B项，“虎头蛇尾”比喻开始时声势很大，到后来劲头很小，有始

无终，做事不始终如一，为贬义词，不符合语境，故排除 B项。

综上，本题选 D。

【拓展】博古通今：知识渊博。

满腹经纶：人很有学问。

真知灼见：正确透彻的见解。

持之以恒：有恒心、有毅力。

11．【答案】B

【解析】首先观察选项，对比首句。①句出现指代词“这条河”，句中没有其指代的对

象，不适合做首句，排除 A项。其他三句不好判断，寻找其他线索。③句里对“时间”的

作用进行了具体说明，⑥句句尾引出“时间”这一话题，根据行文逻辑，应先引出话题再进

行具体展开，故⑥句后接③句，锁定 B项。对 B项进行验证，逻辑通顺，当选。

综上，本题选 B。

12．【答案】B

【解析】横线处所填句子与文中“有了这样的度量，还有什么东西容不下”对应，强调

了“宽容”，可以容下任何东西。

B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指大海的宽广可以容纳众多河流；强调的是包容一切，与

文中“什么东西容不下”对应恰当，当选;

A 项“宰相肚里能撑船”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侧重于原谅别人，排除；

C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指活着就要当人中的俊杰，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雄，

与“宽容”无关，排除；

D项“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强调有宽大的肚量胸怀，与“宰相肚里能撑船”语义



相近，均侧重于原谅别人，排除。

综上，本题选 B。

13．【答案】B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该空是“清脆如弹拨者”修饰的对象，“清脆”意

为声音清楚悦耳，“弹拨”意为用手指或拨子弹琴弦，发出的声音都是一下、一下的声响，

空格需符合这两词的特点。③句“滴泉”，即滴落的泉水，声音是清脆的，符合“弹拨”的

特点，符合文意。①句“草丛中淌过的小溪”比较平缓，②句“激流直下”“飞瀑落入深潭”

比较迅猛，④句“万道细流”是指水流细而多，三个句子均没有“清脆”的特点，不符合“弹

拨”的特点，故排除 A项、C项和 D项。答案锁定 B选项。

第二步，验证其他空格。第一空是“柔曼如提琴者”修饰的对象，“柔曼”意为柔和舒

缓。①句“草丛中淌过的小溪”有柔和舒缓的特点，可以用“柔曼”修饰，符合语境。第三

空是“厚重如贝司轰响者”修饰的对象，“厚重”意为有分量，“轰响”意为巨大的声响，

④句“万道细流汇于空谷”的情景可以被这两个词修饰，符合语境。第四空是“雄浑如铜管

齐鸣者”修饰的对象，“雄浑”意为雄壮而浑厚，②句“激流直下陡壁，飞瀑落入深潭”的

情景，可以被“雄浑”修饰，符合语境。

综上，本题选 B。

14．【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提出“极光”这一话题，第二句给出产生极光的

原因之一“来自大气外的高能粒子（电子和质子）撞击高层大气中的原子”，第三句对上述

原因解释说明其科学原理，第四句给出产生极光的另一原因“与太阳活动息息相关”，第五、

六句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故文段重点介绍极光产生的原因。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符合文段重点，适合作为文段的标题。

综上，本题选 D。

【拓展】A项：“看不到极光”在文段未提及，无中生有。B项：为文段极光产生的原

因之一，概括不全面。C项：“极光场面极为壮观”是“与太阳活动息息相关”的解释说明，

非文段重点。

15．【答案】D

【解析】文段首句指出“制造业”的重要性，然后以“我国火箭发射失败”为例，指出

质量是影响技术的因素之一。接着，文段指出“中国制造 2025”已经转入实施阶段的时代

背景。最后，文段尾句提出对策，要抓好规划落实，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对应 D项。

A项，对应首句话题引入的表述，非重点，排除；

B项为问题的表述，非重点，且“首要”的表述无中生有，排除；

C项，解决质量问题仅仅是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一个方面，表述片面，排除。

综上，本题选 D。



16．【答案】D

【解析】第一步，定位原文。对“王羲之撰写《兰亭序》的评价”出现在文段的前三句。

第二步，对比选项。根据“《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可知，A项

偷换概念，文段强调的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而非“书法艺术”，排除 A项。B项“中

国流传甚广”无中生有，文段并没有提及《兰亭序》的流传程度，排除 B项。根据“古人

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可知，C项偷换概念，文段强调“王

羲之的行草”，而非《兰亭序》，排除 C 项。根据“《兰亭序》为我国三大行书书法作品

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可知，《兰亭序》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

D项符合文意。

综上，本题选 D。

17．【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用六个并列关系举例分别阐述从“神五”到“神

十”的辉煌成就，最后指出这些成就彰显了中国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文段是“分—总”的

结构，主旨句是最后一句，即中国航天技术的辉煌成就。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主旨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综上，本题选 D。

【拓展】A项：“神五”“神十”为举例内容；且根据文段“聂海生、张晓光、王亚平

驾‘神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中的省略号可知，不仅仅有六次飞天。B项：

为举例论证内容，非重点。C项：“发展前景”文段未涉及，无中生有。

18．【答案】A

【解析】第一步，定位原文，李克强总理的话“你是人民代表，你有权利要求我为人民

谋福祉”出现在文段末尾。本文是在讨论国家大事，这里的“我”指李克强总理，代表人民

政府，“你有权利要求我”说明人民代表有权监督人民政府工作。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符合上述语境。

综上，本题选 A。

【拓展】B项：文段没有涉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C项：“你有权利要求我

为人民谋福祉”不属于决定权和任免权范围。D项：“而人大代表不必接受政府的监督”文

段没有提到，为无中生有。

19．【答案】C

【解析】文段开篇论述中国孩子智商高，在考试中出类拔萃，接着通过“但”提出问题

“中国孩子的思考力和创造力较弱”，然后列举陶行知先生的话语来论证说明创造的重要性，

故中国应重视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对应 C项。

A项“智商方面教育很成功”、D项“重视孩子智力开发，考试成绩出类拔萃”均对应

“但”转折之前的内容，非重点，均排除。



B 项，举例部分，非重点，排除。

综上，本题选 C。

20．【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论述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是财税制度改革的组成部

分，接着介绍了新的个税改革政策。随后通过转折关联词“但”指出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

占比小，仅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难以实现合理的财富调节目标。最后尾句通过“从这个角

度说”总结全文，引出文段主旨句，强调个人所得税改革只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第一步。

可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符合文段意图。

综上，本题选 A。

【拓展】B项：“关键”文段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C项：“并非易事”对应尾句“从

这个角度说”之前的内容，且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无关，偏离文段重点。D项：“个人

所得税需要进一步提高”文段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

21．【答案】B

【解析】本题为中心理解题。材料先介绍字库，然后用中国与日本字库中的字体数量作

比较，来说明我国汉字字库中的字体少。其中“但是”表转折，转折后的内容为主旨意，由

此可知 B项正确。A项偷换主体，材料讲的是字库中的字体款式不及日本，而非字库数量，

排除；C项偷换概念，材料强调字体数量不及日本多，而非质量的比较，排除；D项偏离主

旨，排除。综上，本题选 B。

22．【答案】A

【解析】据提问“概括主旨”可以判断出本题属于中心理解题。阅读可知，材料整体上

为总—分结构。句首“科学精神就是怀疑……”已点题，后面“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类

认知史”都是针对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阐述。B项提到的“发展规律”也是为了阐述科学精神

的表现。选项中 C、D都过于片面。综上，本题选 A。

23．【答案】A

【解析】据总结词“因此”可知，文段为因果类文段，首句为原因，由“地处……交界

处”“海拔过渡”“河流南北走向”均可得知，原因为云南的地形特征；尾句为结论，即云

南生物多样性特点很突出。因此，结合选项应该选择 A。A选项将原因与结果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准确地表达出来。C项表述空泛，并且未把握“生物多样性突出”这一重点，排除；

D项偷换概念，对原因的总结出现偏差。造成云南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是“地形”而非“气候”，

文段中唯一提及关于气候的部分即“湿热空气”同样是由特殊地形决定的，因此不选；B项

仅表述结论，相对于 A项而言不够全面，排除。综上，本题选 A。

24．【答案】A

【解析】据提问方式可知本题属于中心理解题。文段中首先说《左传》中对“气”的解



释，接着又讲了“气”在“后来”和“现在”的含义。整个语段是一个承接关系，强调的是

时序性，也就是强调“气”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因此，结合选项应该选择 A。文段的确解

释了《左传》中“一鼓作气”的意思，即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也提

到“气”是正面的，以及“一鼓作气”与“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但这些都只是材料内容片

面的复述，并不能概括整个文段的主旨，故排除 B、C、D。综上，本题选 A。

25．【答案】D

【解析】本题为中心理解题。根据结构层次可知材料是“提出论点—解释原因”的总分

结构，“总”的部分——“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问题”是谈论的核心，只有 D项围绕核心

论点“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问题”，符合文意。A项无中生有，材料没有涉及到学术译著的

首要目标，不选；B项“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与材料中“令人满意的学术水准”程度不同，

此外，学术译著该达到怎样的水准并非材料讨论的重点，不选；C项与材料无关，不选。综

上，本题选 D。

26．【答案】B

【解析】根据“主要告诉”一词可知本题属于中心理解题。

文段前两句提出观点：“不抵抗主义有些偏于消极”这一观点不对。然后以设问的方式

用“为什么？”引出对这一观点的原因分析。本段文字是在论证不抵抗主义是积极还是消极，

从“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可以看出，不抵抗主义是积

极的。A项，作者没有一开始就赞成不抵抗主义，而是进行了反复的论证，最后得出“不抵

抗主义实际上就是积极”的结论，A项错误，排除；C项，作者没有谈到二者的相对意义，

也不涉及哲学词汇，C项属于无关选项，排除；D项所述是文段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文

中没有提及方法论的层面，D项属于过度引申，排除。综上，本题选 B。

27．【答案】C

【解析】根据提问可知此题为中心理解题。文段首先提出人类无法达到最好的生活这一

事实，接着说明其原因，即“人类的好事需要普遍合作，而人性的缺陷总是使任何普遍合作

成为泡影”，换言之是人性的缺陷使人类无法达到最好的生活，C项符合题意。因此，结合

选项应该选择 C。A项不是文段的主要观点，排除；B选项过于表面，根据文意应该是克服

人性的缺陷才有可能达成美好的生活，排除；D选项属于无中生有，因此排除。综上，本题

选 C。

28．【答案】D

【解析】文段首句通过转折词“但”强调了屈原是端午节最醒目的文化符号，后文援引

屈原的词句，论述了端午节时，人们体会到的屈原精神。尾句“文化是端午节的灵魂”总结

前文，屈原是最醒目的文化符号，屈原精神是文化的一部分，在端午节这天，人们可以重温

的文化内涵即“时间的厚重、文化的韵味，筑牢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文段为分-总结构，

尾句论述的文化内涵为重点，对应 D项，当选；A项“屈原精神”为文化内涵的一部分，



表述不全面，且为分述句部分，非重点，排除；B项对应首句的“民俗起源”和 C项“屈原

作品”均为分述句部分，非重点，排除。综上，本题选 D。

29．【答案】D

【解析】文段首先指出，古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价值更重要在于构建传统美

学特质及哲学意味，且这种价值贯穿于中华雅文化之中，接下来列举钟子期与俞伯牙的例子

进行详细地解释说明，D项为文段中心的同义替换，当选。A项，“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

B项“知音哲学”，仅为举例说明的内容，本身非重点，排除 A、B两项；C项“知音的故

事就是它的内涵之一”无中生有，文段并未提及知音是古琴的内涵，排除。综上，本题选 D。

30．【答案】D

【解析】文段第一句交代了小范围、低水平的科普活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大背景，接下

来提出对策：“理解科学”这个“科普”便成为迫切需要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并在后文

论述了对策的原因。D项全面而又准确地表达了文段的旨意，即“在新形势下提升科普工作

水平的必要性”。A项只概括了文段的一部分；B项表述文段中无反映；C项偷换概念，“一

些科学技术”不等同于全部的“现代科学技术”。综上，本题选 D。

31．【答案】C

【解析】据提问可知此题属于细节判断题。根据文意，在古代，新疆库车属多民族聚居

区域，而 2007 年在库车县城的改建过程中，发现了一批过去在新疆从未发现过的汉式古代

墓葬，它们属于魏晋时期典型的汉式墓葬形式，说明了魏晋时期库车墓葬形式受到了汉文化

的影响。C选项符合文意。材料中说 2007 年是在库车发现了汉代古式墓葬，并非是库车和

敦煌，所以 A错；材料中说的是在库车发现了过去“在新疆从未发现过的”汉代古式墓葬，

说明魏晋时期汉代古式墓葬在库车并非很流行，所以 B 错；材料只说在库车发现的汉代古

式墓葬属于魏晋时期典型的墓葬形式，与甘肃河西地区的大同小异，并不能体现出河西地区

具有“多种墓葬形式”，所以 D不选。综上，本题选 C。

32．【答案】A

【解析】由提问可知本题为细节判断题。A项说法错误，文段的第一句说道“藏獒……

在西藏被称为活佛的坐骑”，这是一种抽象而神化的象征，而并不能得出 A项中的结论。B

项说法正确，文段中最后一句话“藏獒……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6000 年前才被

人类驯化”可以推出；C项说法正确，由文段最后一句话“藏獒……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

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可以推出；D项说法正确，由文段最后一句话“藏獒是

由 1000 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鬃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可以推出。本题为选非题，

综上，本题选 A。

33．【答案】B

【解析】根据提问知本题为细节判断题。A项正确，从文中第一句可知，英国人对孩子

是很严格的，不会娇惯孩子，即使有“娇惯”也不是没有理由的；B项错误，文中只说“英



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家长体罚孩子”，并不意味着“英国人经常体罚孩子”，所以不准确；

C项正确，从文中“家长们往往在尊重孩子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对孩子进行严格的管束”可

知；D项正确，“英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家长体罚孩子”，体罚孩子为“管教孩子”的一

部分，故“英国人的法律有管教孩子的条款”。本题为选非题，综上，本题选 B。

34．【答案】B

【解析】由于震波出现在地表，带有大量在传播长途中所遇到的地质状况的信息，有关

“地质状况”的信息，被各地的地震台或观察站记录，供科学家们研究，对应 B项。A、C、

D三项均为无中生有的表述，排除。综上，本题选 B。

35．【答案】A

【解析】本题为标题填入题，需要把握文段的中心内容，文段为一则寓言故事，描述了

一位官员与阎王的对话，阐述了一位官员只是清廉而没有作为，不如公堂上的一只木偶。文

段最后通过阎王的话语点明中心，即“无功就是过”，即不能做无功的官员，这样就相当于

有过。观察选项，A项莫做“公堂木偶”，能够对应文段中心，强调做官不能只求无过，“公

堂木偶”指的就是文段“无功就是过”之意，并且能够吸引读者，当选。B项，文段探讨的

是做官不能“无功”，而不是“清官与庸官”的话题，排除；C项，“功与过”表述不明确，

文段明确强调“无功就是过”，并且文段并没有论述什么是“功”，排除；D项“纪晓岚谈

为官”同样表述不明确，没有突出文段的中心主旨，排除。综上，本题选 A。


